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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要创新作文写作，就要做到训练“三个思维”，提高“三种能力”，即训练发散思维，提

高敏锐观察力；训练逆向思维，提高灵活变通力；训练侧向思维，提高独创精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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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美首先在于意美，意美则基于创新美。齐白 个方面，以致落入窠臼，步人后尘。写父亲的文章

石曾这样告诫他的弟子： “学我者在，似我者 可谓多矣，朱自清却写出了与众不同的《背影》。

死。”作文同作画一样，要做到“学”而不 首先在于作者善于抓住瞬息间的生活感受，以背影

“似”， “生”而不“死”，要害在于角度的新、 为行文线索，在不到一千五百字的短小篇幅中，深

奇、异。 刻地表现了真挚而又深沉的父子之情，反映了当时

“思维一转天地宽。”作文教学一直是语文教 社会的灰暗与世态的炎凉。作者不像一般的文章那

学的“半壁江山”，也是语文教学中的一个老大难 样去写人物的外貌、神情，却别开生面地写背影，

问题，至于创新，更是难上加难。作文写作中如何 写的背影又不是平常看见的背影，而是离别之前，

创新?许多学生常为自己的作文落人俗套、千人一面 使“我”深受感动的背影。这个背影不仅是形象化

而苦恼，有些家长、老师一味地推荐多读作文书、 的，而且有个性、有感情。儿子有多少要说的话，

课外书等，效果甚微。那么有没有通向“创新”的 都包含在这个背影里了。作者不加任何夸张和修

立竿见影的捷径呢?经过十几年的作文教学实践， 饰，栩栩传神地塑造了父亲的形象，淋漓尽致地表

我认为语文教师在作文教学中要实现作文写作的创 现了父亲对儿子的挚爱之情，使人享受到一种“清

新，就要努力做到训练“三个思维”，提高“三种 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纯净、素洁的美。

能力”，即训练发散思维，提高敏锐观察力；训练 在平常的作文训练中，教师就要引导学生多方

逆向思维，提高灵活变通力；训练侧向思维，提高 位思考，多角度立论，深入发掘题目的含义，从而

独创精进力。 提出新思路、新方法、新方案。反对被动的、机械

一、训练发散思维。提高写作的敏锐洞察力 地模仿和重复。

我们知道，发散型思维是创新思维的主要思维 要使学生突破旧材料的框框，有创新，就要培

方式，是指沿着不同方向、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 养他们的敏锐洞察力。所谓“敏锐洞察力”是指我

从多方面寻找问题的多个答案的思维方法，运用这 们张开思维感觉之网捕捉新的信息，并针对某一问

种思维方式，可以摆脱传统习惯的禁锢，突破常规 题能很快地从不同角度去分析思考顺利作出阐发的

的束缚，闯出新路子，提出新颖独到的创见。因 能力。

此，写作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进行求 引导他们学会捕捉新信息。捕捉新信息，有一

新、求异、求怪作文训练，乃是培养学生“创新” 定的方法窍门。从以下几个方面观察，往往可以加

的主要手段。 强获得新信息的主动性、目的性，从而捕捉到较多

拿到一个作文题，学生往往囿于习惯思维，只 的新信息：新闻焦点，热点话题，涉及人们切身利

能看到事物的一个方面，即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那 益的人与事，引起人们不同反应的人和事，与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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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理不一致的事。“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

文章”，生活中加强对这些方面的观察、思考并合

理运用。这些就可以使作文的内容有新意。

二、训练逆向思维。提高写作的灵活变通力

训练逆向思维，提高写作的灵活变通力，就是

要求奇。所谓逆向思维，即打破传统的思维程序，

把问题作反向思考。运用这种思维方式，常常会灵

活变通、翻出新意，达到出人意料、出奇制胜的效

果。

如“班门弄斧”与“弄斧到班门”(前者讽刺

在行家面前卖弄，后者提倡能手竞争)， “毛遂自

荐”与“自遂自退”(前者指自告奋勇，自我推

荐，后者提倡能上能下，反对终身制)。再如“物

极必反”与“物极未必反”， “欲速则不达”与

“不速则不达”， “大器晚成”与“大器未必晚

成”， “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与

“各人自扫门前雪，也管他人瓦上霜”等，引导学

生慎思、明辨。

众所周知，战国时期，四君子之一孟尝君门下

有食客三千，以广招人才而著称如世。尤其是身陷

暴秦，被鸡鸣狗盗之徒救出的事，更是家喻户晓。

然而，宋代王安石却写了一篇大唱反调的《读孟尝

君传》，这篇短小精悍的文章，一反世俗对孟尝君

的评价。它深刻地指出，孟尝君号称能养士，实际

上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士，他只不过是鸡鸣狗盗之徒

的首领而已。因此，真正的治国之才是不会投奔于

他的。全文立论新颖、文字精练，富有气势，所以

后世称它为“语语转，笔笔紧，千秋绝调”。显

然，王安石运用了逆向思维的构思方法，这样往往

能使文章波澜起伏，新颖独到，给读者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

作文立意，最忌人云亦云，当思人无我有，人

有我新，人新我奇。如名人名言、警句成语，都有

一定的哲理性，旷日持久，人们对事物或观点产生

一种“从来如此”的固定看法。但不少成语警句往

往是就某一点、某一角度而言的，而随着时代的进

步或思维角度的不同，人们的观念也在不断更新。

比如，常言道“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

舟”，在崇尚愉快教育、探究学习科学、提高学习

效率的今天，应当倡导学生这样立论：书山有路巧

为径、学海无涯乐作舟。又如对“严是爱，松是

1 27

东京文学?卿翼旦⋯⋯

害”这句流行语的反思，从有助于孩子智力的发

育、身心的成长，提倡愉快教育、成功教育．激励

教育的角度看，立论“不严不松又慈爱”更会受到

青睐和欢迎。对孟子的话“生于优患，死于安乐”

的辨证分析，在我们安乐祥和的社会主义国度，尤

其是对生活条件逐渐奔小康的家庭来说，提倡“生

于安乐”，论述如何“生于安乐”应更有现实意

义。

三、创新侧向思维，提高写作的独创精进力

训练侧向思维，提高精进力，就是要求异。所

谓侧向思维，就是要引导学生的思维避开众人注目

的正面，‘从一般人不注意的侧面进行思考，寻找突

破口。所谓“独创精进力”是指我们发表我们的见

解时能独I叶J心裁、别具一格甚至是标新立异，同时

我们在创作中不断进取，精益求精，向写作的最高

境界奋勇前进的能力。

诸葛亮面对司马懿数十万大军，而自己手上只

两千五小兵，“战、守、迁皆不及施”的情况下，

正是采用了不战不守也不迁的第四种方法。诸葛孔

明的策略可以运用到我们的创作思路中。避开众人

瞩目的焦点，寻找突破口。

例如，阅读《南郭处七》，要求学生自拟题目

写一篇读后感。学生往往受思维定势的影响，命题

为“滥竽充数要不得”、 “骗子终将露马脚”、

“弄虚作假终害己”等。这就需要教师引导学生从

各种角度观察分析，展开发散思维，拓宽命题立意

的范围。展开侧向思维，可以从竽士们对南郭的

“冒充内行”不加揭发命题为“要敢于向不良倾向

作斗争”、“事不关已、高高挂起应当批判”；也

可从替南郭处士辩白的角度命题为“人贵有自知之

明”、“南郭先生的羞耻之心”；这就要求教师要

善于引导学生大胆创新，想别人所未想，言别人所

未言。

随着时代潮流的日新月异，人们的审美观也在

不断的更换。现在的人们已慢慢厌倦了和谐美，而

标新立异地追求另类的、不伦不类的、呛眼的不和

谐美。经常表现在：时装、家具、挂件⋯⋯由此，

我们可以大胆地把它迁移到我们的作文中来。在挖

掘、讽刺一些人物的性格特点时，我们可以故意把

一些不和谐的东西堆放在一块儿，给读者强烈的视

觉冲击，从而唤起读者对其更深入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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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革教师编制制度

由于学生在校人数的增多，原有的教师编制数

量已经满足不了学校需要。因此应增加美术，音

乐，英语等专职教师编制，解决这些学科的教师紧

缺问题，减轻教师负担。

2、加强对专职教师的培训工作

为教师提供多途径的学习机会，通过城乡教师

的互动交流等，完善教师的教学思路，改善教学方

法，还可以在各地造就一批学科带头人，使这些教

师成为骨干中的骨干，带动其他教师，实现以点射

面，加快教师专业化进程。并且力求照顾极边远学

校，实行专职教师巡回上课，实现教师优势互补、

教育资源共享。

3、改善教师的待遇水平

由于城乡教师的待遇比较悬殊，并且农村的教

学环境差，使得许多教师留不住。应改善教师的住

房及福利待遇等方面，缩小城乡差距，在生活上让

教师无后顾之忧，这样才能使教师身心愉悦，轻松

的投入到教学之中。

4、运用远程教育改善教学

东京文学?嗍旦⋯⋯

教师可以通过远程教育了解到全国各地的优秀

教学方法及优秀课件，可以提高教师的教学理念和

教学方法。远程教育已经不是个新鲜话题，但是在

许多的农村并没有完全的实施，学校的电脑紧缺，

教师并不能真正的应用远程。因此着力下发安装远

程设备尤为重要。

5、选拔优秀的少数民族教师

贵州是个多少数民族的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丰

富，在教孩子基本课程的同时，还要兼顾地区差

异，如可以开设本民族的语言课程，歌曲课程等让

孩子从小就开始了解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从而更

加的热爱民族。

兰、结语

农村教育一直是我国关注的重点问题，而教师

是一切教育开始的基础，教师素质的好坏直接关系

到教育质量，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已经

不是一句空话，在关注学生发展的基础上，提高教

师整体水平，使学生与教师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消灭农村与城市的教育差距，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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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在写作教学中应引导学生进行合理侧

向思维，积极探索个性化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

为学生构建开放、自由、自然的写作环境，鼓励他

们形成自己的个性与风格，培养他们写作的独创精

进力。

马克思曾说过： “科学的教育任务，是教育学

生去探索创新。”尤其是在这个高度信息化、知识

化的时代，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激发学生的创新

意识，已成为时代对教育的迫切呼唤。在这种时代

背景下，我们语文老师就更需打破学生原有的思维

定势。去开掘学生的创造灵泉，引来学生的思维活

水。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我们的敏锐观察力、灵

活变通力和精进独创力，才能激发学生的创新热

情，使学生步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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